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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本报实习生 于晨

近日，一道黄焖鸡米饭把山东美食带
“火”了。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我国不仅
烹调技术高超，饮食器具也非常考究。

簋（guǐ）是用于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相
当于现在的大碗。簋也用作礼器，圆口，双耳。收
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西周颂簋，高30 . 1厘米，口径
24 . 2厘米，盛食器。制作于西周晚期。其造型秀
美，隆盖、圆腹、圈足，双耳造型别具一格，状如
一变形龙首口吐祥云，珥与圈足下的三小足形
状相若，相映成趣。纹饰以窃曲纹为主纹，搭配
使用瓦纹和垂鳞纹，繁简呼应，疏密有致。铭文
篆刻工整秀丽，典雅规范。

豆（dòu），《说文解字》注：“古食肉
器也”。原本指像高脚盘一样的盛食物的器
具。因“菽”与“豆”的古音本相近，两者渐
渐通用，到了秦汉之际，就开始把“菽”（现
在的豆科植物）称作“豆”了。收藏于齐文化
博物馆的汉银豆，属于西汉时期，高11 . 0厘

米，口径11 . 4厘米。1979年出土。子母口带
盖，平盖微弧，顶置三个铜制兽形钮。豆盘浅
腹内收，小平底，下接铜制矮圈足。器身及盖
面均捶揲两圈尖瓣形凸泡饰，尖端相对，交错
排列，简洁大方。它中间的银盒有交错的莲花
瓣装饰，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据考证，是
中国丝绸之路最早的见证之一。

簠（fǔ）是中国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盛放
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具，《周礼·舍
人》 :“凡祭祀共簠簋。”簠的基本形制为长
方形器，盖和器身形状相同，大小一样，上下
对称，合则一体，分则为两个器皿。簠出现于
西周早期，主要盛行于西周末春秋初，战国晚

期以后消失。收藏于滕州市博物馆的西周薛子
仲安簠为春秋盛食器，高16 . 5厘米、长29厘
米、宽24厘米。1973年出土。青铜簠是由形
制、纹饰基本相同的器、盖两部分组成的一种
食器，两部分均呈长方斗形，有斜直的四壁，
两侧短壁上对称分布有半环形兽首耳，方形圈
足四壁均有近长方形缺口。这件青铜簠失盖，
通体有纹饰，四壁近口部饰一周窃曲纹，窃曲
纹和圈足之间则饰一周龙纹。器内底阴刻有铭
文15字，显示该器为薛子仲安所作。

鬶（guī）是一种炊、饮两用的陶制器具，形
制与鬲相似。《说文·鬲部》:“鬶，三足釜也。有柄
喙”，主要用于炖煮羹汤、温酒等，做好后可作为

餐具直接端上筵席。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橙黄
陶乳钉纹鬶属于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高29 . 3
厘米，1960年出土。长流高颈，身形似兽，三袋足
支撑器身，颈身间由一绳纹鋬相连。乳钉纹遍布
器表并在腹部饰有凸弦纹及盲鼻。

盉（hé）为古代酒器，用青铜制成，多
为圆口，腹部较大，三足或四足，用以温酒或
调和酒水的浓淡。盛行于中国商代后期和西周
初期。后作“和”，如：调盉（调味）。收藏
于山东大学博物馆的商兽面纹铜盉属于商代，
通高37 . 4厘米、流管长11厘米，济南大辛庄遗
址出土，一组两件，大小、形制相同。顶盖圆
鼓，上有一斜流。扁带状鋬，鋬首作兽首状，
三肥袋足。通体饰兽面纹。封顶盉在安阳殷墟
之外鲜有发现。满饰精美纹饰的商代封顶铜盉
在全国唯此一对，其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中国饮食文化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繁荣的不单单是饮食
文化。这些生僻的汉字，
蕴藏着中国古代丰富的饮
食器具文化信息，让我们
看到古人在饮食器具上的
追求和智慧，不禁引以为
豪。

瞅瞅古代山东人饮食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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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馨

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正在以惊人的速
度涌入网络文学创作队伍中。从小环绕在
互联网、沉浸在社交媒体中的Z世代会以何
种姿态进行写作？他们的加入会使网络写
作呈现什么样的新面貌？读者与作者又会
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记者带着这
些问题采访了几位Z世代的网络文学作者和
读者，倾听他们对于网络文学的思考和回
答。

从读者到作者

通行的网络文学的起点，一般是从1998
年，蔡智恒以痞子蔡的笔名在BBS发表小说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算起。Z世代，几乎
是与网络文学同步成长的一代。

00后小西是“读着网文长大”的，长达
十年的书龄几乎是她年龄的一半。当时还
在读初中的她热衷于各种玄幻修真题材的
小说，渐渐地，她开始不满足于一种类
型，涉猎的题材越来越多：现代言情、古
代言情……

大二的时候，她开始在网上写文，两
年左右的时间里，她已经完结了6部小说，
有两部还签约了实体书。从读者到作者的
身份转变，对她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看了很多网文之后，就手痒痒，也想创
作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世界设定”。

尚未离开校园的小西在创作上倾向于
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入手，已经完结的小说普
遍将故事背景放在校园，她解释说：“毕竟我
自己还是学生，社会经验不够，除了天马行
空的想象之外，如果要写现实类的题材，只
能从校园生活中寻找灵感。”

在2017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校园题材
高居Z世代最喜爱的网文类型榜首。有学者
分析，该题材让Z世代更容易从中找到自我
身份的坐标并进入“角色扮演”，在阅读
网文的过程中，Z世代与故事以及故事中的
角色深度融合，最终完成对自我的定位与
重塑。

“代入感”是Z世代在阅读网络文学中追
求的体验和创作时遵循的法则。16岁的古桐，
正是抱着“记录当下的生活，记录自己的时
代”的念头开始注册笔名，在网上写作。作为
资深的二次元爱好者，他沿用动漫作品中已
有的人物设定，写同人文。在他的笔下，鸣
人、佐助（《火影忍者》中的角色）某种程度上
也是他本人的投射，“写的是别人，但讲的是
自己”。

在Z世代作者身上，几乎很难概括他们
在创作类型上的共性特征，在采访中，更
多的声音是“不追热点”“比较小众”
“坚持自己想写的东西”。写作，成为他
们释放个性和表达欲望的一个出口。

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在《创始者

说》中说，“网络文学确实是恢复了千万
人的阅读梦和写作梦”。“看着网文长大”的Z
世代，并非与经典文学“绝缘”，相反，他们看
过的经典作品并不少，也都曾有过严肃文学
的梦想，想努力成为一名有匠心的作者。但
如同之前的网络文学作者一样，他们在精雕
细琢、打磨文字的同时也面临着“日更三千”
的流水线式生产的压力。

95后作者木木向记者介绍了某平台的签
约规则。从注册笔名日起，30天内有望登上
新晋作者榜，这对于寂寂无闻的新人作者
而言是获得曝光量的最佳机会。是否能登
上榜单，与作者勤奋系数直接相关，因
此，写手圈也摸索出了一套“潜规则”。
作者在开新书的时候，一般会连开三章，
每章三千字。等发表完一万字时，就可以
申请成为签约作者，后续才能申请加入VIP
章节，这样才意味着写网文能获得收益。

为了维系粉丝黏性，木木得保持日更
三千的写文速度，“就算三千字两个小时
肝完（进行某种熬夜伤肝的活动），但只
要 你 一 天 不 更 新 ， 就 会 想 着 明 天怎么
办。”虽然忍受着更文的煎熬，但木木仍
能从写作中获得纯粹的快乐。

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肖映萱将网络
文学作家分为码字工和手工匠人两类，是
成为码字工还是手工匠人，不仅是横亘在
个人面前的选择，背后涉及的是网络生产
机制的问题。像木木一样的许多人，也在
两种身份之间寻找一种调和。

从无心插柳到主动“玩梗”

网络文学，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写
作。网上连载、读者评论等形式，赋予了文学
以空前的网络性。而Z世代作者的加入，则进
一步放大了这一点，从网文中孕育而出的

“梗文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山东师范大学讲师张慧伦介绍，初代

的网络文学读者更多是在茶余饭后的休闲
时光才抽出空来阅读网络文学，将其当作
一个和电视剧、电影类似的娱乐消遣方
式。而作为互联网一代，Z世代对于网络文
学的需求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他们更擅长
发扬网络上已有的“梗文化”，通过网络
文学作品进行“埋梗”和“玩梗”，从而
形成独特的“网文梗”文化，甚至会进一
步影响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

由网文生发的流行梗对大众而言并不
陌生。“修仙”一词，原指一种小说类
型，源起于古代方、术、道士对长生不老
术的追求，祈求修炼成仙，不生不灭。随
着传播语境的变形，渐渐成为“节食”
“熬夜”等行为的代称。

一些网文文化圈的词语也有“破圈”之
势，如“寄刀片”一词，在动漫、小说、游戏等
领域，有催促作者更新的意思，也有对作品
走向、结局不满意的调侃。现在也越来越多
地被用在影视剧领域，观众对剧情不满意，
会“威胁”给编剧、导演等主创人员“寄刀
片”。

但早期的流行梗，大多是作者“无心插

柳”，读者对于作品的解读权在“造梗”中发
挥了主导的作用。而现在，或许意识到网文
梗与作品的流行度之间的关系，对各种网络
流行语信手拈来的Z世代作者也越来越倾向
于主动“造梗”。

以起点读书2020年度TOP热词为例，“稳
健”“思想迪化”“大兴西北”“不当人子”便是
2020年最热门的“网文梗”。这些热词无一例
外出自去年起点的热门作品，或属于网文造
新词，或是旧词赋新义。

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其消费人群便
以年轻的都市群体为主。随着网络文学二
十余年的发展，其受众也从80后、90后逐步
更迭为95后、00后。据阅文集团数据，其读
者Z世代占比近六成（00后占比42 . 36%，95
后占比15 . 01%）。

“当Z世代的大军占据了网络文学读者
的半壁江山后，Z世代的作者会更加游刃有
余，因为相似的年龄，相似的成长经历意
味着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代沟变得更小。”
张慧伦说。深谙网络文学的他们，在互动
中形成了独特的“话语场”，为网络文学
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从圈层到饭圈

《2020Z世代消费态度洞察报告》中显
示，Z世代以兴趣划圈，圈层文化的消费潜
力在不断展现。在以VIP付费阅读为核心生
产机制的网络文学世界中，为兴趣买单的
消费习惯更为常见。

Z世代十分乐于为优质作品付费，用真
金白银为“真爱”打call。2020年，阅文全
站仅单日打赏超10万元的作品就有16本，并
有19位作家在一年内收获超100位“盟主”
（打赏作品超过1000元人民币的读者）。

读者愿意并且主动为自己喜欢的作
者、作品“花钱”，当消费成为一种持续
性的行为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向粉丝与偶
像的关系靠拢。

小西说，粉丝的构成主体比较复杂，
有单纯的书粉，也有作者粉，甚至还有书
中虚拟人物的角色粉。当网络文学经过影
视化改编之后，也会与影视明星的饭圈产
生互动。一个粉丝可能身兼数角。

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不再局限于“你写我

看”，读者不仅可以通过订阅、评分等形式对
作品进行评价，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表达褒
贬。读者的意见会影响到作者在创作上的考
量，小到配角的名字，大到剧情的走向。

读者瑶瑶发现，这种网络文学的良性
生产机制在某些地方正在悄悄发生改变。
有些书粉会无条件订阅某作者的作品，不
管其质量好坏；他们不仅擅长自我洗脑，
而且容不得任何负面评价。这种无脑的追
捧让她觉得似曾相识，这不像极了粉丝与
爱豆之间的互动吗？

小西对网文的饭圈化也深有感触，她
提起自己写过的一篇小说，因为行文风格
跟某知名校园纯爱小说有些相似，引起了
该书书粉的围攻。

瑶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网文读者和
作者的低龄化”。但在张慧伦看来，网络
文学慢慢发展出饭圈化，有其内部的基
因。网络文学是一种圈层化特征突出的文
化，网络空间的出现，孕育出了传统文学
中并不存在的两性文学。在网络文学网站
上，反映两性不同创作和阅读偏向、体现
不同审美趣味的作品被壁垒分明地划分为
“女频”和“男频”。

在两个频道之下，又可以细分为玄幻、
都市、校园等具体的小说类型。“某一特定类
型文的读者，他的阅读兴趣始终就在这一类
型上，他可能会积极通过贴吧、微博、作品的
评论区等与其他读者互动，寻找同好者。久
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粉丝社
群。”张慧伦认为。

事有利弊，饭圈化的现象如果形成排他
性的效应，会让圈子之外的人产生反感，甚
至进一步污名化某一作者或作品的粉丝群，
双方在网络上形成骂战，这也不利于网络文
学的健康发展。“希望饭圈的生态平衡可以
回归创作与欣赏本身，把饭圈的负面影响降
到最低。”小西说。

崛起的网络文学“后浪”们，加入并加速
了网络文学的迭代过程，“网生代”与网络文
学的碰撞，“或许正在酝酿一场文学发展
的革命性变化”。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20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根据阅文集团相关数据，2020年

阅文集团新增网文作家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包含95后及00后）占比近八成，已成作家

队伍新增主体———

崛起的网络文学“后浪”

颂簋 西周薛子仲安簠

全国皮划艇春冠赛
山东获6金4银5铜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燕伟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我省选手在2021年全国皮划艇

静水春季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收获6金4银5

铜。我省选手马青收获200米女子单人皮艇冠军，并

在500米女子双人皮艇比赛中搭档国家队队友俞诗梦

摘得金牌；张冬摘得1000米男子单人皮艇金牌；我

省卜廷凯搭档国家队队友王丛康收获1000米男子双

人皮艇、500米男子双人皮艇两项冠军；孙梦雅搭档

国家队队友徐诗晓夺得500米女子双人划艇金牌。

全国投掷项群赛
山东健儿获1金6银4铜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派出部分

健儿参加了2021年投掷项群赛(第二站)暨省市分区

邀请赛，共收获1金6银4铜。

十四运女排资格赛
潍坊赛区零观众比赛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宋莹 报道

本报讯 4月6日至4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女子排球成年组(B组)资格赛在潍坊市体育运

动学校举行，根据全运会的疫情防控要求，本次比

赛所有参赛人员统一入住基地进行封闭式管理，实

行零观众比赛。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
济南赛区鸣锣开战

隔记者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4月10日上午，“2020—2021‘中国足

球发展基金会杯’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济南赛

区)暨2021年济南市青少年梯队比赛”在济南历城

区体育中心开幕。本届比赛在济南、北京、上海等

10个城市相继开赛，将于8月闭幕，预计参赛运动

员总数将超过万人。

黄河九省区篮球联赛启动

隔记者 于晓波 王建 报道

本报讯 4月9日上午，2021黄河流域九省区

“篮球+健康”高质量发展论坛在银川国际交流中

心开幕。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以及黄河流域九省区的

篮球界人士齐聚银川，共同聚焦区域篮球协同合作

等核心命题，并签署了《黄河流域九省区篮球战略

合作备忘录》，启动黄河流域九省区篮球联赛。

济南超级越野挑战赛开幕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宫尚文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1日讯 今天上午8时，2021济南

超级越野挑战赛在奥体中心开幕。1000多名越野爱

好者参加了比赛。济南超级越野挑战赛共设有168

公里、110公里等5个组别，本次比赛沿途穿行山、

泉、佛、寺、塔等泉城特有的美景，经过九如山、

七星台、长城岭等大小景点10余处。

泰安57项体育品牌赛事
集中签约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吴擎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泰安举行了2021社会力量创办

精品赛事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本次签约仪式与

其中57项重点项目进行了集中签约，主要为市级传

统品牌及创新体育赛事活动11项，县级传统品牌及

创新体育赛事活动46项。

省U18女足日照备战全运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金康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U18女足进驻日照国际足

球中心训练基地，进行全运会备战集训。山东U18

女足是该场馆第一批驻训球队。

我省评选
“全民健身最美社区”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全民健身最美社区”评选

在济南正式启动。据了解，省内城镇和农村社区

(居委会)均可申报参评。

省黄河流域门球赛
为菏泽牡丹节添彩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李洁 报道

本报讯 4月8日，省第十一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中达宜居杯”黄河流域县(市区)门球比赛在菏泽

牡丹区拉开帷幕。此次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省沿黄

九市各县区的36支代表队300余人参加。当天正值

菏泽牡丹区文化旅游节启动，比赛为菏泽牡丹节增

添了不一样的色彩。

省体彩中心进行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隔记者 王建 通讯员 赵智 王丹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体彩中心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会议，安排部署全省体彩系统的党史学习教育

活动。会议要求，全省体彩系统一定要深入贯彻中

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准确把握目标要求、重点任

务、工作安排，确保以全省体彩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优异“答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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